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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國內農業部門2040年淨零排放

目標，身為臺北市主要農業區的關渡平原，

自然不能落於人後。可是，既要因應氣候變

遷，又要適合當地水土環境的低碳農耕方

法，絕不是參考前人研究複製、貼上就能大

功告成。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從2019
年起成立關渡試驗田區，針對關渡平原在地

的農業生產環境，以友善環境農法為前提，

分成水田、旱田及水旱輪作三種耕作模式，

進行一系列有關良好土壤管理措施的觀察研

究，讓關渡平原早就踏入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增加土壤碳匯、循環再利用農業剩餘資

材、實踐綠趨勢的領域。

經過五年來的默默耕耘，累積出相當的

研究成果，就在112年10月，七星管理處舉

辦了一場「關渡平原低碳田間管理方案推廣

會」，邀請心繫關渡平原農業發展或生態環

境的好朋友，一同來瞭解七星管理處如何秉

持初心，努力提供質優量足的灌溉用水，唯

有建立起良好的水環境，才有信心深入探究

農業淨零議題。

推廣會當天，由七星管理處的周師文

處長，開場歡迎與會者的到來，並點出「關

渡平原之農業用水對策暨城市田園亮點」主

題，管理組林文傑組長透過許許多多的現場

照片，帶領與會者漫遊北投主要水系，認識

確保灌溉水質良好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七

星管理處長期以來對關渡平原投注非常多的

心力，不愧為「農民的好朋友、市府的好夥

伴」。

接下來的成果發表，是參照國內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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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碳淨零發展趨勢，將關渡試驗田區歷年研

究成果，歸納為減排、增匯、調適及循環四

大主題，擷取農民及民眾最想知道的內容，

進行簡報說明。在主題一減排部分，點出農

民採取水稻田間歇灌溉管理、減少化學肥料

施用，而民眾響應綠色消費等行為，都是相

當簡單、容易落實的低碳作法；在主題二增

匯部分，說明友善環境農法可增加土壤的有

機質含量，讓土壤團粒結構穩定，也有助於

促進土壤肥力；在主題三調適部分，雖已充

分掌握關渡平原的灌溉水質特性，而在氣候

變遷下所面臨的調適課題，應著眼於遭遇極

端暴雨時，如何快速排水、減少對農作物的

損害；在主題四循環部分，藉由農業剩餘資

材－稻稈的收集與再利用，不僅能避免渠道

堵塞、抽水機毀損等狀況，結合具有農業特

色的活動，還能塑造農村氛圍，更重要的是

提供農民用於農事操作，發揮循環農業精

神。

本次推廣會還有一大亮點，就是水稻乾

溼交替節水操作 (AWD)紀錄片首映，這支

影片歷經半年以上的取材、拍攝、製作，不

只是介紹省水又減排的水稻田AWD灌溉模

式，同時完整呈現出關渡平原一期稻作生長

週期，經由影片中在地青農與專家間的幽默

對話，清楚交代AWD操作步驟，並顯現七

星管理處在關渡平原農業生產中，扮演不可

或缺的重要角色。

隨著觀賞影片的歡笑聲，推廣會也接

近了尾聲，由周處長主持綜合討論時間，以

便與會者能提出意見想法，促進雙向溝通與

交流。與會者特別關心的議題之一，就是現

▼關渡試驗田區一期作稻米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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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尊賢老師現場解答農業碳權的小秘密

階段是否已有具體的方法學，讓有意

投入低碳農耕的農民立即參與驗證，

取得碳權呢？現場有中華氣候變遷暨

農業發展學會理事長、同時也是臺灣

大學名譽教授的陳尊賢老師，從實務

操作的角度，詳細分析低碳田間管理

方法對環境的正面意義，遠大於碳權

交易價值，且以國內小農為主的農業

型態而言，個人難以從碳權交易中獲

利，不妨將碳權視為良好農業操作下

的附加價值，更為符合實際狀況。

相信推廣會只是開端，串聯起

現場參與的好朋友，開創未來更多合

作的可能性，期待關渡平原努力實踐

低碳農耕的效應，能夠不斷醞釀、發

酵，促使更多人把碳淨零作為使命，

融入日常生活中。 　　　　　　　■

▼稻草捲應用於關渡平原在地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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